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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省司法厅坚持以“实”为主
基调，细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
措，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抓住
行政审批的“小切口”，推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能水过
地皮湿，必须要立足本职工作，提
升自己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小问题
不解决，如何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
整顿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当下，针对行政审批事项材料
多、流程慢、时限长的问题，省司法
厅党组积极探索行政审批服务新
模式，从服务与管理的实际出发，
着力在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上下功
夫，推出八项举措，完善办事流程、
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跑
出了便民服务新速度。

在申请专职律师执业证的办
理事项上，办理时限由以往承诺的
15日压缩至10日；在申请材料上，
减少了“个人档案存放证明”……
在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过程中，省
司法厅在便民服务上做了一次“加
法”，在审批时间上做了一次“减

法”，真正做到“把方便让给群众，
把困难留给自己”。

那么，八项举措都包含哪些内
容？它是如何让群众感受到司法
行政审批事项的便民利民惠民呢？

——“清单化”让标准全统
一。实行服务事项“清单化”，按照
清单之外无审批的原则，对行政审
批事项进行系统梳理，实行清单化
管理，明确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
请材料、办结时限等，对于同一个
办理事项，做到上下协同，确保审
批事项“五统一”，即统一类型、统
一名称、统一依据、统一实施主体、
统一编码。

——“全告知”让群众少跑
腿。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对服务
对象办事实行一次性告知，告知的
内容应当包含办理事项的法律、政
策依据；条件和要求；办理所需的
全部申请材料；办理的程序、流程
和办结时限等，真正做到“最多跑
一次”。

——“承诺制”让材料直接
减。实行告知承诺制，扎实开展

“服务保障再深入为民实践再提

升”专项行动，推进落实“减证便
民”举措，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减
轻办事群众负担，方便申请人办理
审批事项，结合工作实际，对申请
律师执业许可事项部分材料实行
告知承诺制。律师个人申请执业
许可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个
人档案存放证明”，由本人签署《律
师申请执业承诺书》，精简律师申
请执业许可的审批材料。

——“合并办”让程序更简
便。实行并联办理，按照申请人

“同人同类同审”的原则，将以往的
兼职律师变更为专职律师，需要先
注销其兼职律师执业证、再申请专
职律师执业证的两个办事流程，合
并为一个办理事项，实施并联办
理，申请材料由13项压减至5项，办
结时限由24天压缩至10天，实现

“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结”。
——“压时限”让审批再提速。

实行审批时限压缩，聚焦律师执业
的突出矛盾，针对申请人“急拿证、
盼执业”的迫切期待，对律师方面的
16项高频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
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审批工作实际，

通过集体研究、学习借鉴、分析研
判，对办结时限进行“再压缩、再提
速”，将律师类的审批办结时限在原
时限的基础上再压缩20%，让群众
切实感到办事不难、办证不烦，做到
审批不求人、办事不求人，塑造司法
行政审批工作新形象。

——“守规矩”让行为更规
范。实行行为规范指引，制定行政
审批工作人员行为规范指引，以严
纪律、树形象为目标，加强对工作
纪律、工作作风和行为规范的管
理，着力解决慢作为、不担当的问
题，强化规矩意识，守住纪律底线，
秉公廉洁用权；实行“10字”文明用
语制度，用工作人员的热心、细心、
耐心，换取办事群众的舒心、安心、
放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听民意”让服务更贴
心。实行定期征询意见，每季度对
服务对象开展一次回访，征求当事
人对行政审批工作的意见建议；每
半年对当事人开展一次问卷调查，
征求人们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创新工作举措，及时回应群众期
盼，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有针对

性地提升服务质效。
——“规范化”让管理更高效。

实行文书档案“标准化”，完善文书
档案管理机制，制定文书档案管理
制度，配备文书档案管理设施，按照
统一标准、统一标签、统一分类“三
统一”原则，确保文书档案管理的规
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同时，明确
工作责任，通过规范化管理，形成责
任倒查和责任追究机制。

现如今，八项举措缩短办事时
限，使得我省司法行政审批服务进
一步提档升级。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办结律师类审批事项560余件，
减少种类申请材料9项，平均时限
压缩了20%，真正把教育整顿成效
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动
力，体现到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有效解决了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之事和“最恨最
怨最烦”问题。

依法规范，用心用情做好行政
审批服务。这就是省司法厅立足
岗位，为群众办的一件大实事。

/吉林日报记者 王超 实习生
韩芷越 报道

找准“小切口”做实“大文章”
——省司法厅优化行政审批服务纪事

近年来，延边州深入贯彻落
实省、州关于绿色发展战略部署，
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
式”为主线，围绕医药、食品等主
导产业，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突出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延
边州通过项目建设补短板、强弱
项，着力培育新动能，通过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实
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积
极融入长辽梅通白敦医药健康产
业走廊，重点打造敖东国家级医
药城、延龙图医药健康产业区域
中心两个产业核心区，加快推进
吉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
设上升到省级层面，将吉粤港澳
合作区项目列入全省重点谋划推
进的230个产业项目库。着力推
进富森生物科技、百益生物科技
等木耳菌袋标准化、规模生产项
目，桃源小木耳等无菌化栽培、智

能化采摘项目，北耳科技、黑尊生
物科技木耳深加工项目，净宇生
物质新材料、环垦生态科技等木
耳菌袋回收再利用项目，将木耳
产业做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
深入实施链长制工作制度，依托
工业项目推进产业链延伸，多个
项目被列入省级工业产业链试点
示范项目库。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国
家、省两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积
极培育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进
一步完善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龙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为骨干
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学
研联合创新，围绕延边州产业发展
重点领域，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
示范工程”和“省校合作技术开发
计划”，引导企业研发机构联合高
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促进新产品新技术开

发应用，鼓励企业为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实现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
突破。目前，全州共有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5家，
有效促进了新技术的推广和新产
品的研发。延边医药健康产业中
试基地启动，与清华大学、吉林大
学等国内一批重点科研院所陆续
开展合作，新药研发与大品种二次
开发进展顺利。

强化工业节能减排。开展节
能诊断服务，将紫金铜业、北方水
泥等20家企业纳入年度被诊断
服务对象，组织第三方节能诊断
服务机构与企业对接，开展节能
诊断服务，提高用能效率。淘汰
落后产能违规产能，开展钢铁、水
泥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及“地条
钢”核查工作，完成图们兴安异型
钢产能置换清理工作，全州违法

违规钢铁产能工作全部清退，确
保无铸造中频炉违规转产“地条
钢”等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实施
绿色制造项目，积极推进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建设绿色制造示范
企业，宝利祥蜂业、吉林长白山统
一企业矿泉水等企业被核准为国
家级和省级绿色制造示范企业。
工业能耗指标得到严格控制，截
至今年上半年，全州工业增加值
能耗同比下降10.5%。

加快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积
极推进智能化项目建设，敦化敖
东延边药业扩建升级项目二期工
程稳步实施，推荐珲春艾之光通
信科技“5G+全自动光纤连接器
生产线”项目申报国家工信部信
息消费示范项目，吉林敖东集团
延吉药业《共享工厂项目》申报国
家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全州累
计250余户工业企业上云，3户企

业评为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试点
企业，7户评为省级贯标企业。依
托安图长白山矿泉水产业园区，
打造集生产加工、休闲旅游、健康
养生和科普宣教于一体的矿泉水
小镇。在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
品展暨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中，全州荣获5个金奖、1个银奖、
4个铜奖。吉林华康、延吉敖东、
珲春龙裕3户制造业企业入选吉
林省制造业服务化试点企业，吉
林华康“慢病管理服务平台”入选
了国家级示范项目。延边电信与
延边维康公司合作的“互联网+医
疗”项目已经在中国电信医疗云
平台上正式运行，吉林东华原的

“互联网+健康小屋”项目在全州
15个示范点投入使用，助力打造
卫生健康大数据平台，助推延边
州健康产业的发展。/吉林日报
记者 张伟国 张敬源 报道

延边州——

坚持绿色发展 蓄力产业蜕变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建
设行动为切入点，以发展乡村旅游
为突破口，强化“五化”工作法，推动
乡村面貌实现重大改观……九台区
认真贯彻省、长春市乡村振兴现场
会有关决策部署，结合落实区第三
次党代会精神，采取有效举措，积极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提升，成效
明显。

因村施策 分类整治

九台区围绕“编制村庄规划科
学布局、农村道路通畅水平全面提
升、乡村绿化美化扩面提标、生活垃
圾实现有效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体推进、村容村貌持续改善”
6项重点任务，根据“一年示范启动、
两年推进深入、三年巩固提高”的工
作思路，深入实施“三清一改一建”，
持续推进全区283个行政村村子、园
子、院子、屋子及路边、地边、沟边、
村边、田边、林边整治。

按照环境卫生清洁美、摆放有
序整齐美、栽花植树绿化美、院落设
计协调美、生活幸福和谐美“五美”

标准，九台区把庭院作为“最小细
胞”来培育，打破坛坛罐罐，修整边
边角角，就地取材、种花植草、点缀
小品，打造“洁、齐、韵”的美丽庭院，
形成“全域景区化，乡村景观化，村
村是公园，家家是花园”。

“这里空气好，环境好，每家每
户都干净整齐，我经常带着孩子来
这过周末，感受咱们的美丽乡村建
设。”在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游玩的
市民张先生说道。

到2021年，九台区累计打造美
丽庭院11700户、干净人家19300
户，占比达到90.86%，开展积分制
和小手拉大手等活动，全面激发了
群众参与整治的积极性。全区村
容村貌从“局部美”到“处处靓”，一
批滑雪度假村、民俗旅游村、生态
旅游村、森林康养村、采摘休闲村、
风情民宿村如雨后春笋，应运而
生，一幅优美、清新、幸福的美丽画
卷徐徐展开。

农旅结合 实现蜕变

九台区坚持文旅融合，重点打

造三下江南战役纪念馆、关云德民
俗博物馆；在马鞍山村取景拍摄的
电视剧《鲜花盛开的山村》在央视8
套和1套先后热播，九台区乡村旅游
在全国打响名气。坚持农旅融合，
举办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
节等系列节庆活动，马鞍山田园综
合体、林氏绿洲大樱桃采摘基地、东
北亚苗木文化产业园、红光村稻文
化农业公园等项目投产达效。坚持
体旅融合，承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森
林音乐节等赛事活动，提升了九台
乡村旅游的品牌影响力。

苗木花卉观赏、特色稻田游览、
花海休闲娱乐、有氧徒步登山，九台
区投入6000余万元，建设庙香山－
马鞍山－八台岭50余公里百里地景
大道，同时，打造氿遇山居和如美乡
村特色民宿，推出山野菜系列、东北
菜系列等特色美食，使美丽乡村和
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我们开发了‘红色教育、关东
民俗、乡村民宿、冰雪运动、山水生
态’五大系列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产品，贯穿一年四季。”九台区文广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大工程 优化保障

九台区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
程中，坚持点线面结合，重点实施

“四大工程”，即：基础达标工程、示
范村建设工程、示范镇打造工程、精
品示范带创建工程。

基础达标村以干净整洁为基本
条件，实现由清脏向治乱转变，垃圾
清仓见底，各种乱象得到根治。

示范村重点围绕乡村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善、
乡风文明提升等方面开展示范创
建，凸显“九有六无”标准，按照精
细、精致、精美和可看、可学、可品
的标准要求，突出“一村一品”“一
村一景”“一村一韵”，挖掘个性，做
足特色。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35
个示范村创建任务，并计划于
2022-2023年分别打造55个示范
村。

依据各乡镇街道区位优势、产
业特色、镇域条件等要素，九台区
积极推进示范镇建设。示范镇主

要从立面、平面、管理上下功夫，做
到立面大方得体，清晰简洁；平面
规划整齐，清洁有序；管理规范到
位，秩序井然。力争利用5年时间,
创建8个示范镇，体现地域特色，彰
显文化品位。

坚持整村、整镇推进，整线、整
面提升，九台区计划在重要公路沿
线、旅游线，以产业园区、景区景点、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为
依托，打造3条集产业带、景观带、休
闲旅游带为一体的美丽乡村示范
带。届时，清水村到马鞍山村地景
公路美丽乡村示范带、龙嘉到卡伦
101省道美丽乡村示范带、上河湾到
莽卡303省道美丽乡村示范带，将建
成节点出彩、沿线美观、设施齐全的
风景长廊。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不断
深入，九台区的山水变得更绿、田园
变得更美、乡愁变得更浓，群众的获
得感、满意感、幸福感全面增强，一
个生态、绿色、宜居的幸福新城区呼
之欲出。/郭明月 吉林日报记者
孟凡明 报道

促乡村环境蝶变 展“凤珠之城”新颜
——长春市九台区探索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提升新路径


